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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藤是鄂州地区对豆科葛属的统称，也称“葛麻
藤”“葛根”。在鄂州地区有葛和葛麻姆 2 个品种。葛藤为
多年生大型落叶攀援藤本，茎长可达 10m以上，纤维发达
而坚韧。葛藤喜光，根系发达，耐干旱瘠薄，对土壤适应
性广，生长迅速。花期在 7-8 月，果期在 10 月。繁殖方式
有自然下种、根萌和藤蔓节间生根萌芽等。

一、葛藤的生物学特性与危害
（一）生物学特性
温暖湿润的气候非常适合葛藤生长，阳光充足的阳

坡，是葛藤主要生长地。据调查，葛藤多分布于山地、
坡地边缘，尤其是排水好、阳光充足的地段。葛藤喜攀
附灌木、林木，其适应多种特性的土壤，山坡、荒谷、砾
石地、石缝等都可以生存，只无法生长于排水不佳的粘土
上。次外，葛藤具有较强的耐酸性，红壤、黄壤、花岗石
砾土、砂砾土等微酸性土壤以及沙泥土、紫色土等中性土
地均可生长；葛藤耐旱性较强，只要该地区年降水量在
500mm以上就可生存；葛藤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在寒冷
地区越冬时，葛藤地上部分在低温环境下被冻死，但地下
部分依旧可以越冬，来年还可以依靠地下部分重新萌发。
当气温在 27 ～ 28℃时，葛藤生长速度达到峰值。

葛藤茎节落地生根，形成新植株，不仅会攀附其他植
物，还可以伏地蔓延。据测定，在鄂州市葛藤茎蔓生长速
度最快可达到 22cm/d。假设 3 月中下旬，按照 1m×1m的
株行距定植，在 10 月时，郁闭度高达 80%以上。一个生
长季内，葛藤生长可达 10 ～ 22m，1 年生葛藤地表覆盖面
积大 4 ㎡。葛藤叶子极为茂盛，藤条更是交叉重叠，甚至
可以形成 1m厚的活地被物。当降水量达到 10mm时，葛藤
叶吸水率 34.58%，而枯枝吸水率达到 247%。

（二）葛藤对林木的危害
葛藤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每节均可生根，藤蔓、

种子落地成株，繁殖蔓延平均每年以 10% ～ 30%的速度扩
展。葛藤藤蔓生长速度极快，根据观察测量，在鄂州地区
一天的最大生长速度达 1.2m。正因为葛藤繁殖蔓延快、生
长迅速，能够迅速缠绕林木树干、杂木林或灌木丛间其他
植物上，进行覆盖蔓延生长，被覆盖的树木或其他植物，
因攀援藤本茎绞缢及阻碍阳光，致使树木无法制造和输送
养分，严重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发育，导致幼树、甚至大
树死亡，严重威胁到森林资源安全。

2015 年对鄂州市葛藤危害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
调查显示，全市葛藤危害林木面积达 1 万余亩，一些林地
已经出现连片生长，林木树冠之上也被葛藤覆盖，与薇甘
菊危害极为相似，严重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发育，是重要
的威胁森林资源安全有害植物。造成危害的主要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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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森林火灾、自然灾害、林木采伐等没有及时更新造林
或造林失败，给葛藤提供了生长所需的条件，如充足的光
照、土壤肥力等；二是人为种植利用原因，在利用过程中
种子扩散繁殖，或经营利润低造成废弃，对种植的植株放
任不管不处理，从而造成蔓延成灾。

二、防治方法
鄂州市属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根据鄂州市地形地貌

情况，结合葛藤分布和生长特性，在 2016 年 10 月我们选
取了 500 亩葛藤危害相对严重地块，按不同植被、地形地
块，采用造林抚育、人工割除后药物结合等多种方法进行
防治。

（一）造林抚育
选择地势稍平缓，土壤条件好的疏林地、无立木林地

和宜林地，交通、供水条件相对便利的葛藤危害相对严重
的地块。防治面积 100 亩。

树种选择栾树、樟树、夹竹桃 3 个品种。栾树规格米
径 4cm，女贞规格米径 3cm，夹竹桃 3 分枝壮苗。栾树、
樟树采用 1 ∶ 1 随机排列混交，造林密度 167 株/亩，株行
距 2m×2m ；夹竹桃造林密度 667 株/亩，株行距 1m×1m。

整地在秋冬季进行，造林地实行机械全垦穴状整地，
挖除并将葛藤根系、藤蔓清理出造林地进行处理。栾树、
樟树栽植穴规格 80cm×80cm×80cm ；夹竹桃栽植穴规格
40cm×40cm×40cm。栽植穴挖好后进行回填，并施入肥
料，然后填满并标好定植点。

造林在 3 月中旬完成。在事先标好的定植点，将苗木
栽植在定植穴中，在苗木周围填入细肥土分层压实，做到
苗正、土实，栽植后浇透定根水。

2016 年 6 月对造林地对萌发的葛藤用 41%的草甘膦水
剂 500 倍液进行定株叶面喷雾，杀死幼芽和控制开花，抑
制其生长势，在喷药时尽量做到不喷到其他乔灌上。9 月
对造林地进行穴状抚育 1 次，对发现的葛藤植株进行挖掘
处理。每年 2 次抚育措施连续进行 3 年，以后对发现的葛
藤植株采用人工割除后药物结合方式进行。

2017 年 10 月检查造林成活率为 92.6%，乔灌覆盖度达
81%，当年冬季对造林地缺苗处进行补植。

（二）人工割除后药物结合
疯狂生长的葛藤叶会将林木的树冠完全覆盖，导致林

木见不到阳光，最终枯萎而亡。此外，葛藤在攀附林木时
过紧也会导致林木死亡。野生葛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蔓
延速度之快，可以威胁到林区内的林木生长，所以必须要
采取有效的措施。当前，鄂州市主要采取人工割除联合药
物防治的措施。首先，我们选择葛藤危害严重，地势陡
峭，土壤条件贫瘠不适宜进行造林方式防治的疏林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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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和以培育林产品为目的的林分，面积 400 亩。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月 2 月，在葛藤未萌动前，对选

择的危害严重的地块，采取人工割除缠绕树木的地上茎，
清理在树木上蔓延的攀缘茎，对割除的藤蔓进行集中处
理，减缓葛藤的生长和蔓延，为后期药物防治打下基础。

2017 年 4 月中下旬和 7 月中旬，用 41%的草甘膦水
剂 500 倍液叶面喷雾，杀死幼芽和控制开花，抑制其生长
势。对具有大型根系的植株，利用柴油和盐进行小范围重
点防治。防治措施连续进行 3 年，并根据防治效果确定是
否延续。柴油和盐在非必要时尽量少用。在利用药物防治
时，结合森林抚育措施进行，以促进林木生长，提高抗性
和加快林分郁闭速度，控制葛藤生长势。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化学制剂必定含有污染成分，在林区内进行喷洒时，
鸟类及其他食草性动物很可能会被误食，进而对林区动植
物健康造成影响，导致生态系统平衡被破坏。因此，林
业部门在采用药物治疗时，尽可能选择污染性较低的化学
药品，并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葛藤化学防治技术和成功经
验，使用既能有效防治葛藤生长同时也不会危害林区内其
他生物的化学制剂，保证林区内生态系统的稳定，促进我
国林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三）生物防治
当有害生物对环境或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时，通常会采

取生物防治的方式，即引进天敌，这是当前有害生物防治
最传统、最广泛的手段。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以往经验发
现，紫茎甲幼虫是葛藤的天敌，能够有效遏制葛藤的生
长，所以当出现大面积葛藤危害时，就可以引进紫茎甲幼
虫。但是在采取生物防治时，必须要注意作为生物药剂虫
子的寄主专化性，同时还可以筛选一些昆虫、线虫、食草
动物等天敌进行控制，并做好天敌管控，以免破坏生物多
样性，并影响林区内生态系统。

（四）引导公众参与
当前，鄂州市林业部门对葛藤防治工作给予了高度重

视，可是当地农民对其危害了解并不多，只是知道葛藤很
难除尽，会与作物争水、争肥、争地，但葛藤防治需要社
会各方共同参与。因此，必须要充分调动公众参与防治的
积极性，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途径开展宣传教
育，让公众了解野生葛藤的危害。葛藤植株是优质的绿化
材料，葛藤根可以制作成葛粉，葛藤叶还可以用于造纸，
葛藤茎可以编制麻藤品，所以当地可以鼓励农民上山挖葛
根、割葛藤，甚至可以开办葛粉加工厂，号召农民大量收
割采伐葛藤，但同时也要做好林木砍伐防护工作。通过采
伐可以大幅度减少葛藤数量，与此同时发挥葛藤的经济价
值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只有对有害生物进行综
合利用，才能更好地解决危害。

三、葛藤开发与利用
虽然葛藤通过攀附植物而影响其生长，甚至会导致植

物死亡，但是葛藤叶并非毫无作用，葛根可以制成粉，其
营养丰富；葛藤叶可以造纸等。对有害生物的其他经济价
值进行充分开发，提高其利用价值，是当下推进林业健康
发展，减少葛藤数量的重要举措。

（一）健食品利用研究
从营养学角度来看，葛藤不仅含有丰富的淀粉、人体

所需氨基酸、铁、钙等微量元素和花生酸、B-谷街醇等
化合物外，还有丰富的异黄酮物质。一直以来，葛藤都是
我国保健行业良方的重要成分。在《神农本草经》《草本
纲目》等 20 余部古今医学典籍、杂质等都详细记载了葛

藤的保健价值，是一种营养丰富、药食兼具的绿色保健植
物。目前，全国各地均有葛藤种植地，并形成规模化、品
牌化。一些省市甚至将葛根作为支柱性产业，市面上还有
葛根薄片售卖，主要用于泡水。一些商家还研发了葛根饮
料、葛根酒、即食葛粉等产品，为葛藤开发与利用提供了
可行性探索。

（二）药理分析研究
葛根性平味甘辛、归脾经，具有生津止渴、解表透疹

之功效，还能降血压、控制心率。从葛根中提取分离的单
体葛根素，在临床多种疾病治疗中被广泛应用，如冠心
病、心绞痛、糖尿病、高血脂以及与雌激素相关的疾病。
此外，葛花性味甘凉，也可入药，可以用于解酒、醒酒等。

（三）饲用利用研究
葛藤属于豆科植物类，其饲用价值较高。藤叶、藤尖

总能量为 19.47mJ/kg，消化能为 8.54mJ/kg，代谢能 7.70mJ/
kg。其所含蛋白质高达 28.9%，粗纤维含量 21.7%。此外，
葛藤产草量也比较高，鲜草产量一般每公顷 56.25 ～ 75t，
而干草每公顷产量为 11.25 ～ 15t。可以用于放牧或是制备
成干草饲养家禽。在一些地区，可以将葛藤叶晒干作为猪
冬季饲料，也有省份将其作为兔饲料。

（四）园林绿化研究
葛藤虽然蔓延速度快，但其绿化量充足，尤其是吸附

粉尘的能力较强，在矿山复垦中可以作为土地二次开发的
先锋植被。近年来，也有园林将葛藤用作地面、墙体、构
架等绿化。但是在生长期必须要控制好水肥，以免葛藤疯
长，并及时将多余的枝蔓剪掉，防止葛藤攀附周围植物，
从而造成危害。

四、效果分析
通过连续 3 年防治措施的实施，防治区域效果明显，

葛藤植株数量急剧下降，蔓延状况明显受到抑制，对林分
的正常生长无影响。在取得好的效果的同时，也存在着无
法避免的问题，一是防治工作持续时间长，资金、人力投
入较大；二是无法彻底消除葛藤危害的隐患，只能维持林
分暂时不受葛藤危害的程度。

五、结论
葛藤本身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优质的水土保持物

种，但是由于管理不当和力度欠缺，导致其大肆蔓延、扩
散，对辖区内林木生长造成严重威胁。所以，林业部门必
须要做好葛藤防治，并最大化开发和利用其经济价值，做
好防控工作，使之不成为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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